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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基础研究的一些看法

王宏 高—
〔摘要 l本文通过对当前世界科技发展新动向的分析

,

说明科学与技术
,

基础研 究与应 用研究以及

传统的学科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
,
为了确保基础研究的发展

,

提出了三方面的优先发展领域和战

略重点课题及包括改善科学基金制在内的四条措施
。

80 年代以来
,

科学技术事业在飞速发展
,

人类在能动地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
,

为自己创造

出了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
。

我国如何在这场袭击全球的激烈竞争浪潮中处 于不败之地
,

中华

民族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

就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谈谈我

个人的一些看法
。

国际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1
.

科学与技术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在逐渐模糊

据 60 年代调查
,

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平均有 30 年的滞后期
,

近年来已大大缩短
,

如

新型激光器的研究与应用就是明显的一例
。

而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的发展
,

则几乎与基础研

究的成就齐头并进
,

其中包括材料与固体科学
、

新型光谱学以及原子与分子物理学等多方面的

的成就
。

现在科学与技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
,

其边界已模糊不清
,

不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

界限正在消失
。

尽管他们的不同内容和特点仍然存在
,

但一些人为的划分标准已经不适用了
,

因此
,

在这基础研究与技术发展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代
,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

2
.

传统的学科界限在消失
,

边缘交叉学科生长迅速

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是 由多学科相互作用的结果
,

例如 : 固体物理与材料科学
、

化

学工程
、

计算机科学相结合
,

产生了微电子学加工方法
。

边缘学科从来都是科学的生长点
。

边

缘学科生长迅速
,

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

例如
: 电子学是在物理学和真空技术的边缘发

展起来的
,

而随着电子学的发展与广泛应用
,

渗透到其它科学技术
,

产生了光电子学
、

机械电子

学
、

核电子学
、

生物医学电子学以及人工智能等许多边缘学科
。
因此

,

要重视多种学科相互作

用的课题研究及新的边缘学科的研究
。

3
.

科学与国民经济更紧密地结合

发展广泛的
、

朝气蓬勃的科学事业
,

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
、

技术发达的社会所必备的先决条

件
。

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科技的进步
,

现在世界各国无不大力加强经济与科学之间的相互

影响
,

提高科学研究的国民经济效益
。

为此
,

需要进行高水平的
、

为经济 目的服务的基础研究
。

4
.

适应新技术革命的需要

以计算机
、

通信
、

自动化
、

生物工程及新材料为核心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
,

已经揭开序幕
。

世界各国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
,

正抓紧制订规划
,

采取有力措施
,

开展研究
。

我国也已开

始重视了这场革命的到来
,

准备抓住时机投人力量开展研究
,

迎接这场革命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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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优先发展领域和战略重点课题

就基础研究来说
,

要比较全面确切地回答优先发展的领域及战略重点课题似乎愈来愈困

难
。

这是 由于 : ( l) 有些基础研究是否有实用价值
,

在当时是很难予料的
,

往往需要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其它技术领域的发展而逐渐得到实现 ; ( 2 ) 科学与技术紧密地结合
,

往往使得一个领

域的进步对其它完全不同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 ( 3 )在今天科学探索的规模和
“
重点 “

变化速度

下
,

只凭个人直觉与经验来弄清科学前沿的现状已难于办到
。
下面是本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

1
.

着眼于提高当前国民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

为提高当前国民经济效益
,

应突 出抓两件事
:
一要解决大规模生产效率问题

,

二要解决产

品进入国际市场问题
。

为此
,

要开展高效益的工艺和高水平的产品方面的基础研究
,

以提高生

产效率
,

降低成本
,

保证高质量产品
。
例如

,

计算机辅助设计 ( C AD )
,

计算机辅助测试 ( C A T )
,

计算机辅助制造 ( C A M ) 及表面工艺技术等
。

2
.

着眼于尖端技术与未来技术的基础研究

着眼于未来的基础研究
,

是建筑在迄今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
,

以其研究水平为依据
,

又必

须考虑到明天和后天的基础研究的发展
,

着眼于明天的基础研究必须考虑到把科学
、

技术和

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需要
。

优先发展的应是以下几个方面
:
( l) 微 电子技术和光电子技术

,

( 2 ) 信息理论和信息技术
,

( 3 ) 使用微型机进行检测
、

控制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生产自动化与

智能化的技术
,

( 4 ) 新材料与新能源
,

(匀 遗传工程与生物工程
。

3
.

着眼于科技在世界领先的基础研究

我国 占世界人 口近四分之一
,

在科技事业方面应该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

需要在学术上

与技术上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要有获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
对于我国已居

于世界领先的领域 (如数学某些方面 )
、

我国特有的并有影响的领域 (如中医
、

气功
,

用现代科学

理论与技术予以提高 )以及一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的边缘科学的基础研究
,

应优先发展

并作为战略重点
。

三
、

应采取重要的措施

1
.

重视基础研究
,

制订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开发工作三者的合理比例

我国在注意应用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同时
,

应重视基础研究
。
若只强调眼前的需要而忽略

长远
,

就不会有理想的未来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开发工作三者都要搞
,

要平衡
,

应该有合理

的比例
。

一些国家的比例约为 2 : 4 : 4 ,

可供我们参考
。

2
.

重视高枚科研工作地位与开展基础研究的特点
,

建立科技与教育紧密结合的新体制

一个国家的科研应与教育紧密结合
,

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经验
。
而我国的科研工作几十

年来实行与教育分离的体制
,

高校科研工作地位得不到重视
,

科研经费少
,

影响我国科技事业

的前进和在国内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
。
因此

,

国家应尽快建立科技与教育紧密结合的新体制
,

改革拨款制度
。

世界各国高校科研的重点
,

均放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及开发新技术
、

高技术
、

交叉技术

上
。

在科学基金实施中
,

应考虑高校科研分工的特点
,

予以优惠与资助
。

现高校从事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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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

由于得不到产业部门支持
,

申请科学基金资助亦越来越困难
,

人员变得越来越少
。

其前

途令人担忧
,

应尽早设法解决
。

3
.

加强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
,

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

美国为了加强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
,

其科学基金会成立了一系列工程研究中心
,

大多数课

题来自科技前沿
,

如下一代计算机存储器的研究
。

它把一些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

把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

实际上是相互融通跨学科的综合机构
。
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为了

促进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
,

成立科研生产联合公司
,

这些可供我们采取措施时参考
。

4
.

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制

我国现在进行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
,

给企业以一定的自主权
。

在科技

领域中随着科技体制改革
,

为加强基础研究设立科学基金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

但我国这样大
,

申请基金资助面如此广
,

完全集中于基金委员会评审
,

不仅工作量大
,

而且可能出现难以避免

的一些问题
。
因此

,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

进行改进
。

具体意见如下
:

( l) 分为二级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一级

,

各省和开展基础研究多的重要大单位

(如
,

科学院有关研究所
,

有关重点院校等 )为二级
。
二级有初审通过权

,

终审决定权可仍放在

一级
,

但一级应充分尊重二级的意见
。

( 2 ) 扩大基金来源
。
除国家拨给基金经费外

,

各省
、

科学院
、

有关院校亦拿 出经费资助本

单位的申请
。

其用途有二 : 1
.

属国家科学基金一级的项目 ; 2
.

属二级的项 目
,

以调动其积极

性
。

( 3 ) 各产业部门所属单位
,

其所申请的基金项 目
,

经国家科学基金委评审通过后
,

各产业

部门应拿出一定经费资助
。

总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总管全国的
、

重大的基础研究项 目
,

尽量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
,

增加基金来源
,

使 目前无资金帮助
、

难以预计其价值的不少基础研究得到必要的支持与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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